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何蒙

“六一”前夕，李婷婷给孩子准备礼物时，
特意给父母和婆婆也备了一份，还编发了温
馨的祝福短信，她说：“希望抓住一切时机尽
孝，让长辈们不仅物质生活无忧，更能精神感
受良好。”时时想着长辈，事事尽到孝心，这是
李婷婷对孝道家风的传承。

以孝爱老续家风

李婷婷出生于鲁西南梁山县，孝道文化
在当地蔚然成风，令她记忆犹新的是父母对
长辈的孝行。据她回忆，奶奶因病瘫痪卧床
10多年，其间，父母住进奶奶屋里24小时照
看，始终让奶奶穿干净衣、吃可口饭，为此，母
亲岳迎春几乎每夜起床3次以上，给老人喂
水、翻身、清理排泄物，经常整夜不能合眼，第
二天两眼通红。10多年过去，奶奶一年比一
年胖，母亲却一年比一年瘦。父亲只要从外
地回来，头等大事就是伺候奶奶。左邻右舍
都说老人福气好，儿子、儿媳孝顺。

“孝顺”的生动写照在李婷婷脑海留下深
刻烙印，做孝顺之人、尽孝顺之道成为她从小
便萌生的念头，以至于刚一结婚，她就对公婆
表态：“我一定把你们当亲生父母来孝顺。”

考验不期而遇，2015年9月，公婆从老
家过来帮忙带孩子前，几个亲戚就说婆媳关
系不好相处。没承想，婆婆过来第三天，因为
自己口味重，就嫌婷婷做的饭菜太淡。

李婷婷想：“一切以长辈满意为准。”为了
让婆婆吃上可口饭菜，李婷婷和婆婆商量，做
饭时不涉及调味的环节由她负责，涉及调味
的环节请婆婆指教，这样，棘手问题迎刃而
解。生活中但凡有两代人观念不一的时候，
李婷婷都会向长辈请教、和公婆商量，一个月
过去、三个月过去……亲戚都纳闷地打电话
问她：“和你婆婆还处得来？”李婷婷高兴地回
答：“处得相当好！”

李婷婷在军校学的是财务专业，考虑到
公婆年事都高，患有多种老年慢性病，工作之
余，她开始自学医护知识，定期带公婆体检，
时常查看他们的用药存量，从没让公婆因看
病吃药发过愁。在她的细微照料下，婆婆的
脂肪肝、甘油三酯等7项超出正常范围的指
标有所好转。

“伺候好生活起居是基本，让老人心气
顺、精神好更为重要！”得知婆婆想去故宫，李
婷婷不仅预约好票，还提前做足攻略，3个多
小时的游览讲解令婆婆十足尽兴；发现婆婆
心情不佳，她总能策划一些小活动，让婆婆心
情好转……

丈夫评价李婷婷：“你会七十二变，一会
儿变医生，一会儿变导游，一会变厨师……万
变不离长辈满意！”

以孝助老尽职责

生活中，李婷婷深知百善孝为先；工作
上，她笃信百行孝为首。2017年，李婷婷从

部队转业到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规划委员
会离退休人员服务中心，她也把孝顺品德从

“小家”带到“大家”，把孝老助老行动融入日
常工作实践。

87岁的王阿姨是李婷婷的服务对象之
一，2017年12月底，李婷婷上门家访时得知
王阿姨想和外地的女儿视频，却不会使用智
能手机，她当即化身小教员，一遍遍教王阿姨
打开视频的步骤，还主动添加王阿姨的微信，
反复陪练。事后，王阿姨的女儿专门打来电
话：“谢谢你让我们母女能天天见面！”

以孝助老尽职责，从事老干部服务工作
5年以来，如无意外，李婷婷和同事都会及时
给过生日的老干部送上蛋糕和祝福，给生病
住院的老干部送去慰问品和关心。2019年7
月，一名老干部突然去世，李婷婷和同事们第
一时间赶到老干部家中，从穿寿衣到组织告
别仪式，用满满的爱送老干部最后一程。

以孝尊老传美德

住在部队家属院，李婷婷发现平日里现
役官兵较忙，很少在家，院里活动的多是从外
地过来帮忙带孩子的老人。看似团聚、实则
空巢的场景让李婷婷不禁感慨，出于本能反
应和职业习惯，她定下“三近老人”理念：“身
体靠近、心灵贴近、困难跟近”。

2018年夏天，发现同楼层一位老人经常
汗湿衣衫，李婷婷找出家中闲置的空调给其
装上；2020年春节，李婷婷给一位独居老人

送春联时发现其家中漏水，她连续3天帮着
清理污水、联系物业，直到屋顶修好、年货置
起，老人摸着李婷婷已8个月的身孕，哽咽着
说：“好闺女，真是让你受罪了。”

类似这样的事情时常发生在李婷婷身
上，她的大女儿虽然只有7岁，却能从妈妈的
点滴举动中感受到孝顺的味道。一次周末，
考虑到婆婆喜欢吃面食，李婷婷专门向婆婆
请教做拽面，和面加水多少、醒面时间多长、
拽面力道多大……那一顿，一向减肥的婆婆
吃了两碗。把一切看在眼里的大女儿天真地
说：“我感觉这个不应该叫拽面，应该叫孝顺
面。”婆婆和李婷婷听后不约相视一笑。

小孝持家、中孝敬业、大孝爱众。从家庭
到单位再到社会，李婷婷被婆家人当亲闺女
看待，被工作中服务的百余名老同志亲切称
为“小婷”，孝老爱亲故事也从一座座部队家
属院走进一个个老年人家庭，2020年底，她
被北京市评为十大“孝顺榜样”。

守好这片林海是我们最大的心愿和荣耀

与孝结伴 为老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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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家庭家庭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周丽婷

又是好几个月了，刘军和爱人
王娟一直驻守在海拔1900米的月
亮山“望海楼”。

塞罕坝林场每年有六个月的防
火紧要期，春三月秋三月。春季防
火的任务还未结束，夫妻俩一刻也
不能懈怠。

“每天的作息依旧是早晨6点
钟开始，每15分钟一次登楼顶，用
望远镜眺望周围方圆15公里的火
情，然后工整地在记录本上记录瞭
望情况，再用固定电话向场部报告
林区最新情况。从晚上9点以后，
每隔一小时观察一次火情，没有火
情也要记录、报平安。”刘军对中国
妇女报全媒体记者说。

爱人在哪里幸福就在哪里

这种像钟表报时一样的报告，
夫妻俩已经坚持了14年。他们守
望着这片林海平安地从青绿到金黄
再到青绿，年复一年。“塞罕坝就是
我们的家，守护好它是我们义不容
辞的责任。”朴实的刘军说。

刘军是塞罕坝第二代，父亲是
第一代务林人，父母亲在塞罕坝结
婚成家，因此他就像塞罕坝林海中
一棵普通的树，扎根在这里。

王娟，是来自内蒙古草原的姑娘。初
来塞罕坝，让她看到了和家乡不一样的地
貌和风景。“刚来时有点儿不适应，但很快
就喜欢上了，满眼的绿，各种各样的花草，
挺美！”开朗的她说起这里，眼睛里闪着
光。或许是相爱的人在哪里，哪里就是最
幸福的地方。

20多年来，夫妻俩的工作始终不离“防
火”二字，先后担任过防火检查站检查员、营
林区护林员。2008年，刘军主动请缨，和妻
子王娟一起上山，开始在小光顶子山望火楼
做护林防火瞭望员。

想念女儿了就看看照片

无论是检查站，还是望火楼，都是偏僻得
没有人迹。如果常驻在那里要生活，是对人
的意志和生存智慧的大挑战。

刘军说：“在这里用水吃水不方便，夏天
还好可以用山涧水，冬天就得融化雪水。”有
一年初冬，雪大路滑，刘军挑水返回时，在山
坡上摔了个脸朝地，水桶顺着山坡滚下沟。
看到脸有血痕的丈夫，王娟心疼得直掉泪。
从那天起，爱美的她十天半个月不洗一次
头。“我这性格，对苦日子什么的不抱怨，也不
爱哭，只有看电视剧时看到感人的情节才会
哭。”王娟自我解嘲道。

刚开始在望火楼驻守，除了吃水、取暖、
用电是问题，还有什么难题？记者和刘军攀
谈时，问话刚落，刘军脱口而出“是孤独和寂
寞”。

夫妻俩回忆，最初，望火楼没有电视，也
没有报纸，唯一让他们感觉自己与这个世界
的联系就是那台报告火情电话。因为工作全
年无休，也没法常回去看看跟着姥姥的女儿，
夫妻俩就只能翻看女儿的几张照片，但又怕

翻多磨坏了，最后还是装在信封里收起来，实
在想得厉害，才拿出来看看。

只要工作需要就坚守下去

面对这样艰苦而单调枯燥的工作，记者
问夫妻俩“有没有想过离开”？“没有。工作再
难，总得有人干。”“两个人在一起，工作上相
互分担，生活上相互照应，感觉还不错，也就
不会想太多了。”夫妻俩各自说。

2011年，林场给夫妇俩配备了一台14
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夫妇俩的精神生活才多
了一些内容。“我比较爱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
道。看新闻，让我们能知道外面发生的事
情。有时值守后半夜的时候，也会让电视开
着，这样感觉有个伴儿。”刘军说。

单调机械的火情瞭望工作，也成就了刘
军“千里眼”和“活地图”的绝活。说起这个，

这个有些讷言的汉子话就多了一
些，“植物燃烧烟是拔地而起、呈
柱状、有‘根’，移动起来较慢；雾
起来是发散状、没‘根’，移动较
快；草燃烧是白烟，树燃烧是黑
烟……”

“森林防火技术先进了，有卫
星、红外线监控等高科技设备，但
人工瞭望依然不能被替代。”刘军
说。

2015年，塞罕坝9座望火楼
进行了重新建设，条件大大改
善。一楼取暖、供水，二楼是厨房
和卫生间，三楼用于居住和瞭
望。瞭望之余，刘军、王娟夫妇会
和家人、朋友打电话、视频相互问
候，也会刷刷抖音、拍拍抖音，在
了解外面世界的同时也给单调的
日子增添一些乐趣。

2018年，刘军夫妇“转战”月
亮山望海楼继续做瞭望员。月亮
山望海楼所处位置是近年来塞罕
坝机械林场困难立地攻坚造林
区，每一棵树苗都是在土层瘠薄、
岩石裸露的石质阳坡上栽植成活
的，这让刘军夫妇更加感到了肩
上的责任重大。

让刘军夫妇意想不到的是，
2021年8月23日下午，习近平总
书记来到了月亮山望海楼看望他
们。“总书记来的情景历历在目。

他特别和蔼可亲，询问我们的日常工作和饮
食起居、家庭收入等，称赞我们默默坚守、无
私奉献，守护了塞罕坝生态安全。总书记嘱
咐我们要守护好这片林海。”刘军说。

“我们这个工作很平凡，还被总书记惦
记。总书记的到来更增加了我们守护好这片
林海的信心。只要工作需要，就要在这里坚
持下去。”王娟激动地说。

24年里，刘军夫妇将“防火责任重于泰
山”印在心中，默默守护着塞罕坝百万亩林
海，用实际行动诠释并传承着“牢记使命、艰
苦创业、绿色发展”的塞罕坝精神。

如今，月亮山下新栽的小树苗已经一米
多高了。“这片林子每年都在变化长大，伴随
这些林子长大是我们最大的荣耀。再过几十
年，这片幼林将和远处连绵起伏的林海一样，
成为一片浓郁苍翠新的林海。”刘军、王娟畅
想着未来的美好愿景。

■ 呼秀珍

家风是一个家庭的整
体风貌和风格，家风就像空
气，你看不见也摸不着，但
它时时处处存在于每一个
家庭的日常生活中，它体现
的是家庭文化和价值观。
好的家风就像是清新的空
气，能滋养我们的身心健
康，让家庭成员相亲相爱，
廉洁自律，昂扬向上；而不
好的家风，就像是雾霾，会
损害我们的身心健康，让家
庭成员在不知不觉中变得
不廉洁不自律，甚至消极颓
废，一事无成。可见，家风
多么重要，我们一定要把廉
洁自律的好家风当作传家
宝，世世代代传下去。

我们全家 9 口人，我和
老伴、两个女儿、女婿都是共
产党员。去年，上大二的外
孙女也光荣入党，现在除了
两个未成年的孩子，7 人都
是共产党员。

2012 年，中共咸阳市委
宣传部和陕西省妇联先后
做出“向呼秀珍和她的雷锋
家庭学习的决定”，随后，在
咸阳铁中建立了“爱满人间
——呼秀珍和她的雷锋家
庭图片展室”。从开展至今
已 10 年，参观者达 6 万人，
在社会上影响很大。特别
是许多来参观的年轻人，他
们看到我把自己省吃俭用
的钱都拿出来帮助那些需
要帮助的人，他们都非常感
动。而我自己觉得：这是应
该做的。

廉洁自律，俭以养德。
因此，我一生勤俭节约，从不
浪费。我的两个女儿都出生
在20世纪70年代，那时候物
资匮乏、工资很低，生活非常
艰难。因而，我没给她们织
过一件毛衣，没买过一个玩
具，也没给她们过过一个生
日。我要求她们：“碗里不剩
饭，桌上不撒饭，一粒粮食一
滴汗，粒粒皆辛苦。”我培养她
们从小不浪费、不攀比、懂节
约的良好习惯与品质。现在，
她们都成家立业，又这样要求
她们的孩子。即使在外面吃
自助餐，她们也告诉孩子喜欢
吃的菜，可以多次去加，但不
能一次加很多，不要因为吃不
完而浪费掉……

我把廉洁自律、勤俭节
约的良好家风传给了女儿，女儿又传给了她
们的孩子，这就是传承。

我在自己廉洁自律的同时，也能热心
助人。我一生从教，帮助过许多家庭贫困
的学生，给他们买书包、买文具、买文具盒，
代他们交学费、班费。从 2015 年至今 ，我
又资助了咸阳市特殊教育学校 3 名聋哑学
生。每人每年 1500 元，已经资助了整整 7
年。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我带头捐
出我一个月的退休金5000元，并开通了“呼
老师抗疫助学服务热线”，解答广大学生、
家长在疫情及复课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今
年西安疫情开始时，我又捐款 3000 元。并
参加了社区组织的“党员志愿者抗疫服务
队”，帮助社区登记出入疫情风险区的人员
信息，接打各种咨询电话，发挥一个老党员
的先锋模范作用。

我 1965 年高中毕业，因病未能考大学，
走上了教师的工作岗位。2002年退休时，学
校又返聘了我，至今从教57年。57年，半个
多世纪，我没有因为个人生病或私事请过一
天病事假，没有耽误过学生一节课，我没有放
弃过一个“调皮”学生，不论他多调皮，不论他
成绩多差，明明知道他考不上高中，我也善待
他，让他跟着我三年学做人，他一定能成为一
个好人，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我没有收过
学生一分钱的补课费，也没有收过家长的任
何礼金与购物卡。在我心里：教育是奉献，不
是索取；教育是公益，不是功利；教师先自重，
才能受尊重。这就是我不求回报的思想认识
和廉洁自律的道德品质。

严格自律和良好家风是砥砺品行的“磨
刀石”。我以廉洁自律的家风影响着全家人，
我的大女儿是人民警察，小女儿是军人，她们
从小不贪图小便宜，处处会为别人着想。在
各自的岗位上爱岗敬业、助人为乐，保持着严
格自律的好家风。我的弟弟从陕西省副厅级
岗位退休，他坦然地总结了自己的一生：“加
班时间四年半，工作中得罪了不少人，没有贪
过一分钱！”

家风是一种教育力量，更是一种潜在的
无形力量。我一定要把廉洁自律的好家风传
下去，并引领更多家庭，一起传承廉洁自律的
好家风，让廉洁之花、文明之花盛开在祖国的
大地上。

（作者系中共党员、全国道德模范、陕西
省咸阳市道北中学原校长）

王娟在地图上找到他们值守的望海楼所在地月亮山，指给刘军看。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作为塞罕坝第二代务林人，他们就像这林海中的树，把根深深地扎在这里。24年
里，刘军、王娟夫妇相互扶持，将“防火责任重于泰山”印在心中，默默守护着塞罕坝百
万亩林海——

在家，她是“七十二变”儿媳，万变不离长辈满意；在单位，她把孝顺品德从“小家”带到
“大家”，把孝老助老行动融入日常工作；在家属院，她自定“三近老人”理念：身体靠近、心
灵贴近、困难跟近，热心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老人和家庭——

树清廉家风家风建廉洁家庭建廉洁家庭

李婷婷为老人按摩颈椎、贴膏药。

“孝顺榜样”李婷婷：

孝老爱亲爱亲


